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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生活在抚顺，何家人
对这个有着“雷锋城”美誉的重
工业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了
解。何栋说每次回湘阴老家都
有种久别的亲切，“老家到长沙
的距离，类似抚顺到沈阳的距
离，现在交通便捷，开车几十分
钟就到了。”

他说自己也曾到深圳创业
经营馄饨店，由于种种原因没
能坚持下来，于是回到了抚顺，

“现在这个店完全由我一个人
管，父母不干预，总体上经营得
还可以，附近有几所学校，客流
量不错，每天经营时间也比我
父母那边要长很多。”

何栋说，他记得父亲说的“做
人就是以心换心”，“虽然一个店
现在变成两个店，但馄饨的品质
一定要保证，我父母这么多年赢
得的口碑，不能因为我这个分店
受影响，我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才
行，对得起父母，对得起顾客。”

9 月 15 日下午，抚顺市民
宫女士扫码支付后走出店门，
她说吃“诚信馄饨”有四五年时
间了，但石化早市距离较远，分
店开业后就到这边来吃了，“我
觉得他家的东西品质没有变，
就像对顾客的信任一样，诚信
是互相信任建立起来的，他信
任我们，我们也信任他”。

看着顾客满意地离开，何
栋擦完了桌子又擦起了后厨的
炊具和货架，不停歇地忙碌着。
问起将来的打算，他说会和父母
一起在抚顺把“诚信馄饨”一直
经营下去，因为全家人都对这里
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情。

“我的孩子出生在抚顺，将
来打算让他在这里念书。”对于
儿子的未来规划，他略微沉思了
一下说，“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
乡，我们家在这开馄饨店也快十
年了，这里也是我们的第二故
乡，希望孩子在这里长大。”

辽沈晚报特派抚顺记者 李毅

自助付款 抚顺“诚信馄饨”开分店啦
来抚顺 8 年，湖南人何

爱雄、刘美玲夫妇扎根石化
早市，把一间“上海小馄饨
炸酱面”开成了远近闻名的

“诚信馄饨”，不但广受抚顺
市民喜爱，还登上了央视新
闻。

这间早餐馆供应的餐
食很单一，只有馄饨、面和
馄饨面而已，其独特之处在
于收银方式——不管现金
支付、找零还是线上支付，
全凭食客自己动手，店主两
口子只顾闷头包馄饨、煮馄
饨，只有钱箱里零钱不足
时，才会补进更多零钱。

一碗馄饨，双方信任。
两口子忙碌在 36 平方米的
小店里，日子如白驹过隙，
他们精打细算，不但在老家
湘阴给儿子买了新房，还在
抚顺开了分店。

在这两家小店里，连线上支付到
账的提示音也听不到。何爱雄一家人
说抚顺市民心眼好，尽管有的人脸上
冷，但内心很善良，食客很多都是长期
来吃，即便某一次忘记付钱了，下次来
也会补上，这么多年“从没差过事
儿”。

新开的分店位于抚顺市第 23 中

学东侧，两口子交给儿子何栋独立经
营。何栋延续了父母的做法，收银依
旧由食客自己完成，店里的收银台改
为存放饮料等货物。

何栋的儿子出生在抚顺，如今已
经19个月大，他说打算将来让儿子在
抚顺念书，“诚信馄饨”会一直开下去，

“雷锋城”抚顺充满了温暖。

2017 年，微博上一条题为“四川
眉山诚信面馆15年：顾客自己端碗付
款全靠自觉”的消息受到网友热评，有
网友留言评论称“咱抚顺石化早市也
有一家”。

位于抚顺的这家小店名为“上海
小馄饨炸酱面”，招牌毫不起眼，几乎
淹没在周围林林总总的牌匾中，由湖
南人何爱雄、刘美玲夫妇从2012年初
经营至今。

自助餐是食客自己取餐，而抚顺
“上海小馄饨炸酱面”则是食客自助完
成付款及找零，两口子把钱箱就放在
窗口，屋里屋外都能轻而易举够到。

开店不管收钱，两口子忙于包馄
饨、煮馄饨、盛汤，面对排长队的食客，
他们必须动作飞快，哪怕接个电话的
工夫，队伍就会又多出几个人。

事实上，何爱雄夫妇开店第一年
时并不是自助结账，而且还配了验钞

机，让他们回想觉得好笑的是那一年
验钞机也不太管用，收到过两次假钞。

他们制作馄饨的手艺是特意去上
海学的，因价格实惠、味道鲜美，小店
从 2013 年开始顾客迅速增多。两口
子雇了店员还忙不过来，有时打包生
馄饨甚至要食客自己戴一次性手套去
完成，他们决定让食客自己付款、找
零。

从那时起，这个36平方米的小店
出现了一道特殊的风景：顾客像店主
一样，自己完成打包找零；店主两口子
则像厨师一样，除了做饭根本不管收
银。

在没有手机线上支付的日子里，
两口子还需要去做另一件事——钱箱
里零钱不够找零时，他们要立即补进
更多零钱，以便顾客可以尽快自助找
零并离开，因为店面实在是太小了，只
有这样才能让效率更高。

食客自己报数、端食物
时间久了，食客们把何爱雄夫妇

的小店叫做“诚信馄饨”，这个名字比
“上海小馄饨炸酱面”出名得多。这
间小店营业时间从清晨到中午，有的
食客甚至一天来吃两次。

9 月 15 日清早 7 时许，小店外依
旧排起了长队，店内座无虚席。何爱
雄两口子在操作台前不停地忙活着，
妻子包馄饨，丈夫煮馄饨、下面条、配
汤并盛出来交给食客。

整个就餐过程是这样的：食客进
店后报出所需餐饭数量，何爱雄盛出
锅后食客自行取餐带走或在店内食
用，离店时按照价目自行扫码支付或
把钱放进钱箱。

店内一位中年男士和朋友吃完
饭，抹抹嘴问何爱雄，“4碗馄饨1个茶

蛋”，何爱雄头也不抬地回答应收金
额；这边一位女士又问“馄饨两个小
一个大，还有一个茶蛋”，何爱雄还是
没抬头就回答“一共20元”……

两人都拿出手机扫码支付，几秒
钟后离店。记者观察一会发现，店里
并没有支付到账的提示音。两口子
说语音提示没必要，因为食客比较
多，对不上号，如果一一核对的话就
会浪费不少时间，“自助结账”也就失
去了意义。

近几年来，使用现金支付的食客
越来越少，钱箱里备的零钱也逐渐变
少。记者看到有的食客手机支付成
功后会把界面朝何爱雄晃一下，何爱
雄盯着煮沸的大锅点点头，算是回
应，根本不看手机屏幕显示的信息。

“越是信任，就越要自觉”
因为何爱雄两口子经营的馄饨

品质多年如一，很多抚顺市民经常光
顾，互相之间的信任就像多年老友一
般。家住河东地区的王先生说，夫妻
两人很好，从老家来到抚顺这个陌生
的城市，对抚顺人是如此的信赖，“他
们越是信任我们，我们就越要自觉，
就越不能辜负他们。”

很多市民知道他们来自雷锋的
故乡湖南，而抚顺是全国闻名的“雷
锋城”，可以说这份信赖从里到外透
着一股亲劲儿。抚顺市民没有让他
们失望，刘美玲说自从改为自助付
款，每天结束营业盘点会发现原料消
耗和收入是吻合的。

时间慢慢临近中午，附近的小吃
店客流稀少，但“诚信馄饨”还是有多
位市民用餐，而且还有少量市民排队
购买生馄饨。市民马女士说，一般一
周起早来两次，一次买三四天早餐所
需的馄饨，回家放在冰箱里，想吃打
开就煮。

她说诚信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诚信馄饨”既考验着每个食客的诚
信度，也代表着“雷锋城”对信任作出
的回答。何爱雄两口子不善言谈，食
客的话听在耳中，手里的活依旧飞
快。他们告诉记者，尽管小店有了点
名气，但心里想的还是包好每个馄
饨，包好每一天的馄饨。

从2012年至今，两口子每天和抚
顺市民打交道，他们说抚顺人可能表
面有点冷，但人很好，内心特别善良，
有的市民忘记付钱就走了，第二天来
的时候一定会打招呼补上，“如果有
人真的困难，我们可以不收钱，就当
帮助一把，也值得！”

今年是他们在石化早市经营馄
饨面店的第九个年头了，这些年间不
少老家亲友来店里帮工，儿子也从不
及弱冠到年近三十。2017年，何爱雄
把央视报道的电视画面打印出来，贴
在了小店门外，至今有点褪色，但始
终没舍得摘下来。

分店交给儿子独立经营
3年前，“诚信馄饨”开了分店，何

爱雄、刘美玲两口子把店交给儿子何
栋独立经营。9 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
到抚顺市第23中学东侧，找到了开在
居民楼 1 楼的这间分店，牌匾上写着

“诚信小馄饨石化早市分店”。
此时何栋并不在店内，两名店员

一人在后厨，一人在门口忙碌着。店
内有 12 张桌，由于不是饭口，只有两
三拨客人在就餐。店内显眼的是取餐
处左手边贴着付款二维码，下方就是
零钱盒，对于食客来说可谓近在咫尺。

记者观察发现，几拨食客走时都
是通过扫码付款，无人使用现金，店内
也未响起付款到账的声音。就在打量
这间分店内部的时候，何栋回来了，他
说这间店是从别人手里兑下来的，原
本的装修有收银台，就在取餐口对面，
接手后已经改做存放饮料等物之用。

何栋今年 28 岁，4 年前结婚，3 年
前开始独立经营这间店面，“第一年，
媳妇和娘家人在这帮工；第二年，媳妇
怀孕，就和娘家人一起回老家了，我雇
了一个人；第三年，雇了三个人……现
在我的儿子19个月大了。”

何栋说，自己随父母来抚顺多年，
既懂得包馄饨、煮馄饨，也学会了如何
经营，“跟我父母的店一样，完全相信
顾客，付款全靠他们自己完成，不管客
人多还是少，我都不会看是否付款成
功，没问题的。”

何栋也把电视报道的视频画面
打印下来，挂在进门处墙上。他说每
天到店里就能看到画面上父母忙碌
的身影，时刻提醒着自己要努力把分
店经营好，目前分店的餐食种类比父
母那边略微丰富了一些，但仍以馄饨
为主。

“想让小孩
在抚顺念书”

记者发现，有些食客是遛弯回家
途中到店买生馄饨，而且有的一买就
好几份。一位退休大爷表示，自己每

天遛弯都要给家里和邻居带回去几
袋，“回家一煮就好，热乎乎吃进肚里
特别舒服，吃他家馄饨好多年了。”

在分店里，何栋也把零钱盒摆在了顾客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 辽沈晚报特派抚顺记者 李毅 摄


